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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考辨(１９２０—１９２４)

□于国彤∗

　　摘要　文章对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馆的创办、宗旨、章程、
发展经过、藏书数量、藏书来源及藏书主题进行了史料梳理和史实考辨.并与同一时期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通信图书馆在传播社会主义思

潮和新文化方面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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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社团,这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

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提倡和支持下,一时之间各

种团体涌现,据统计,五四期间北京大学新成立的社

团有６０余个[１－２].
来自广东的区声白和黄 凌 霜 信 奉 无 政 府 主

义①,以“师复后觉者”自称,不仅积极参加有关社团

活动,还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７日在北京大学创设通信图

书馆,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让有心求学者特别是

工人群体有书可读.学术界对于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

创立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通信图书馆”研究较

多[３－１１],而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

书馆”的相关文字,仅零散见于部分文章中[１２－１４],尚
且没有系统的论述.本文拟依托«北京大学日刊»
«北大生活»等报刊中关于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的丰

富材料,对其宗旨、章程、收藏图书及其发展经过进

行梳理、介绍和考辨,以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为研

究者提供新的史实和参考.

１　通信图书馆的创办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然在名义上实行了民主

共和制,可是随之而来的军阀专政、尊孔复古,使得

满怀期待的青年们内心积郁愤懑,他们意识到要进

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根本的

改造.于是,一场以宣传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

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应时而起,其中,知识分子

特别是青年学生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他们

逐渐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

路[１５].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向来以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在五四期间以各种主义

为宗旨的社 团 迭 起.这 其 中 就 包 括 无 政 府 主 义

社团.
据«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记载,当时的北京大

学图书馆里,有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影响了一些

寻找革命出路的青年学生[１２](４７).然而真正的无政

府主义者也不过数十人,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区声

白、黄凌霜为首,信奉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出版小册

子«实社自由录»,并设立了一个通信图书馆;另一派

以朱谦之为首,赞成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印了小册子

«奋斗»[１２](４７).
所谓“无政府主义”,可以理解为“没有统治者”,

１８４８年之后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主要理论家包

括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１６](２１０).无政

府主义的目标是所有的人自愿联合[１６](２１１).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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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传入时期,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高潮是在１９０３年“苏报”案前后.第二

个时期是形成和发展时期,１９０６—１９２０年.这一时期又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末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初步成熟,以“天义

派”和“新世纪派”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形态,师复主义(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信奉克鲁泡特金的学说;
第三阶段是五四前后师复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继承了师复的意志.第三时期为衰退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参见:蒋俊,李
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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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的消极条件是用武力摧毁或者无视手段彻底

摧毁国家;积极条件是在旧的社会中逐步建立新的

社会,所用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都将预示着所追

求的自由联合体[１６](２１１).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比较复杂,蒲鲁东以及其他早期无政府主义

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１９世纪７０和８０年代,许
多无政府主义者在援引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关系的批

判中又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者;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之

后,无 政 府 主 义 与 马 克 思 主 义 再 度 分 道

扬镳[１６](２１０－２１６).
如前文所述,寻找革命出路的青年也曾受无政

府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中,无政

府主义并不是负面的,而是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思

潮.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记载,１９１９年秋,国内

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风行一时[１７](２５２).１９１９年１２
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后

来也发生了分化,成立了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

义、工团主义的组织,包括郭梦良、朱谦之等人成立

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等人成立的“工
团主义研究会”,瞿秋白等人成立的“无政府主义研

究会”等[１７](２５３).此外,邓中夏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初组

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确定的研究题

目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剩余

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

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

扎维克’、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之现况、社
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漠克拉西’与社

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

义[１８].”可以发现,“无政府主义”也名列研究题目之

中,表明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也把无

政府主义看作社会主义流派.
１９２０年７月７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通

信图书馆”的第一个启事:本馆现已开办,新到英文

书籍十二种,及中文书籍甚多,无论本校同学或校外

一般的劳动者,皆可按照本馆章程,备保证金来借

阅,本馆十分欢迎[１９].
可见,最迟至１９２０年７月７日,区声白、黄凌霜

等人即已创立了通信图书馆.需要说明的是,通信

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第一个启事称为

«通讯图书馆启事»,内有“本馆很欢迎各位热心的先

生们捐助书籍”“无论本校同学或校外劳动者,皆可

按照本馆章程、备保证金来借阅”[１９]等字样,而后紧

跟着登载«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和«通信图书馆章

程»,且«通讯图书馆启事»和«通信图书馆章程»里陈

述的馆址都落座在“北京大学第一院”[１９,２２]内,故此

推断该图书馆存在“通讯图书馆”与“通信图书馆”名
称混用的情况.７月８日第一版又出现同样的混用

现象.“通讯图书馆”名称最后出现于１９２０年７月

１０日«北京大学日刊»的«通讯图书馆鸣谢启事»,此
后全用“通信图书馆”这一名称.１９２０年代上海的

通信图书馆有时也称为“通讯图书馆”,可见当时“通
信图书馆”与“通讯图书馆”经常混用.为方便叙述,
本文统一称为“通信图书馆”.

区声白和黄凌霜一派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论校

内同学或校外劳动者都应有读书的机会,这是他们

的办馆主旨.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在后来的«通信

图书馆募捐启事»中明确指出:“近日改造社会的声

浪,一天比一天高.但是改造社会是一件很重大的

事,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我们必要使人人均

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知识、新学说[２０].”他们

认为当今社会的工人是社会改造的主体,人类能够

生存,全仰赖工人之力,若想援助工人,“最好是增进

他们的智识,使他们能自己觉悟[２０].”但如今私产制

社会,知识和财富都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各人之

财力有限,有心阅读的人也为金钱所限,虽欲研究但

苦于无书可读.故而通信图书馆的创办者认为,“通
信的方法轮流借阅,想亦是促进文化最良好之工

具[２０].”综上,通信图书馆的宗旨在于以“通信的方

法”借阅流通图书,为受经济条件限制的青年学生和

劳动者提供读书的机会,使他们接受新知识、新学

说,提高觉悟,参与社会改造.
何谓“通信的方法”? “通信”二字是为图书流通

采取通信邮借的方式,所以“通信图书馆”是通过邮

寄方式向读者借书,使各阶层读者,能够不再受到时

间、地域的限制,以很少的费用借阅好书,这也正是

“通信图书馆”与一般图书馆的主要区别所在[１１].
因为民国时期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图书的数量都相对

有限,距离图书馆较远的读者往来阅书不便,鉴于

此,一些有识之士开设通信图书馆.读者在获得通

信图书馆借阅资格后,以书信往来的方式将欲借之

书告知图书馆,图书馆将书邮寄给读者,读者在一定

阅读期限内阅毕再邮还图书馆.相对于一般图书

馆,通信图书馆的优势在于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使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和时间都得以扩展[２１].

２　通信图书馆的章程

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通过募捐的方式获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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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图书和部分资金,读者无论校内外人士,只要交纳

借书保证金和邮费,均可以“通信”的方式借阅.为

确保通信图书馆的有效运行,该馆在成立之初就公

布了比较详细明确的章程.
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通信图书馆章程»(以

下简称«章程»),共有十条.
一 本社利用通信之方法,使各地方之有志

读书者,得以很少的金钱,阅览多数的书报为

宗旨.
二 本馆编有图书目录,按人分赠一份,新

到书籍、每月对于阅书者报告一次.
三 阅书者须先交保证金若干元,至不阅时

除租借费外余数归还.但不到一年者,不得取

回保证金.
四 所 借 书 籍 之 价 值,不 得 超 出 保 证 金

以外.
五 借书者须照书价按月纳费百分之五,邮

费在外.
六 阅书者知有新出书籍,为本馆所无者,

可以随时通知本馆酌量购置.
七 借出书籍,如有遗失或损坏时,须酌量

赔偿.
八 书籍送还时,须在邮局挂号,如有遗失

归阅者负责.
九 阅书者对于书籍的内容,若有不能了解

者,可随时提出质问,本馆负答复之责任.
十 本馆的地址:北京大学第一院傅佐.[２２]

以上条款首先明确提出该馆的宗旨所在,可见

通信图书馆是汇集众人的力量,使参与者以较少的

资金投入,获得较多的书籍阅读,为有志读书者提供

方便.«章程»主要规定了通信图书馆的借书规则:
首先,凡借书者皆须交保证金,保证金以一年为最小

单位,至还书时除租借费外之余数归还,借书之价值

需在保证金之内;其次,借书者需要按照书目价值按

月缴纳５％的借阅费;再次,书籍送还时,须在邮局

寄挂号信;最后,借出书籍如有损坏,须酌情赔偿.
除此之外,读者若想阅读本馆尚未购入之新书,可随

时通知图书馆酌量购置.可以说,«章程»对于借阅

的各个环节考虑得比较周全.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

馆”不采取会员制模式,缴纳保证金之后一切人士皆

可前来借阅,这与同时期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的图书馆“亢慕义斋”和上海“通信图书馆”的

经营模式不同.后两者均系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
其经营方式不仅采取会员模式,而且入会需要具有

共同的研究兴趣或思想倾向.

３　通信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３．１　藏书数量

１９２０年７月７日,通信图书馆刚创办时仅有中

文书籍若干和英文书籍１２册[１９].有感于书刊的匮

乏和资金的短缺,同日,区声白等人发布«通信图书

馆募捐启事»[２０],呼吁北京大学同人捐助.三日后,
获赠中西文图书１２２册,中西文杂志２２册,现洋５４
元.其后又经过四次募捐,获赠中西文图书５５册,
中西文杂志１１４册,现洋６．５元.除了接受募捐外,
通信图书馆还以募捐所得购入新书籍,７月２０日,
新购入图书报刊６８册,其中西文书籍１５册,中文书

籍４册,中文杂志４９册[２４－２９].经过近半个月的努

力,馆藏图书报刊已累计４５０余册,通信图书馆初具

规模.
在此基础上,同年７月２４日,通信图书馆正式

公布藏书主题及收集渠道,“本馆征求凡关于社会主

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及劳工问

题、妇女问题等类书籍,无论中文西文,皆所欢迎,愿
以下列三种方法得之:１．赠送本馆的;２．卖与本馆的;

３．以书名及购买的地方告诉本馆的[３０].”此后近半年

间,通信图书馆以上述三种渠道收藏图书报刊１５０
余册[３１－３８],至１９２０年底,馆藏书目总计６００余册.
期间,图书馆还曾于１０月４日编订图书目录[３９].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通信图书馆因主持乏人,陷入

停办.三年半后,１９２４年４月２日,通信图书馆筹

备复馆事宜,再次开馆[４０].复馆后的通信图书馆又

添增图书报刊６００余册[４１－６０].
根据以上«北京大学日刊»材料所载,通信图书

馆至闭馆之日,共筹集资金６０．５元,馆藏图书１３００
余册,在社团图书馆中,规模不算小.与同时期的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藏书室“亢慕义斋”相比,就筹集

资金情况看,尚有一定差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馆

伊始即筹到资金１２０元[２３],是通信图书馆的两倍.
就图书馆藏来源看,“亢慕义斋”得到北京大学图书

馆的支持,很多图书都是由其转来或代购的,而通信

图书馆 从 目 前 资 料 看,似 乎 得 到 的 相 应 支 持 较

少[６１].藏书数量方面,据相关资料,“亢慕义斋”在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时馆藏书籍仅有数百部,与通信图书

馆存在较大差距[６２].究其原因,可能“亢慕义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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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专门的图书室,收藏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文献,
而通信图书馆读者面和收藏范围较广.

３．２　图书来源

图书馆刚成立时,限于资金人力,主要靠募捐,
为此,通信图书馆特意发布«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
“务望热心诸君,或惠赠书籍,或慨助金钱,这都是大

众所最感谢的[２０].”可见,通信图书馆的馆藏来源大

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图书捐赠,一种是募捐资

金后购买.通信图书馆馆藏图书１３００余册,其中来

自捐赠的图书数量有近１２００册,占全部图书数量的

９２％,而通过筹集资金购入的图书仅有１００余册,占
８％左右.下面我们对占９２％的直接捐赠图书的情

况进行考察,分析这些馆藏的来源.
(１)北京大学同人的捐助

创始人区声白除了为图书馆事业奔走外,还以

身作则,积极捐款捐书,是捐书数量最多者,共计捐

赠１０８册,占捐赠图书总量的９％.区声白所捐１０８
册图书中有６２册与“世界语”有关.“世界语”即

“Esperanto”,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在１８８７年发明

的一种国际辅助语言,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各个民

族的人民和谐共处.因此,世界语从诞生之日起,就
受到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追捧.中国近代无政府主

义者刘师培、刘师复以及蔡元培都曾积极宣传世界

语.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于１９２２年经鲁

迅和周作人兄弟推荐,聘请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任

北京大学世界语讲师,周作人不仅多次担任爱罗先

珂的翻译,还曾亲自讲授世界语,当时的北京大学堪

称中国北方推广世界语的中心.区声白捐赠的大量

世界语图书,也是当时北京大学学习世界语风气的

一种反映.
除此之外,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大力

支持通信图书馆,共捐赠现洋 １０ 元[２４],图书 ３４
册[５７].蔡元培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思想的重要启蒙者,曾鼓吹过暗杀革命,提倡互助

论,与“天义派”和“新世纪派”都有往来[６３].１９０４
年,蔡元培还发表«新年梦»一文,宣传“虚无党”革命

事迹,渴望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世界[６４].这

里的“虚无”,实际就是指“无政府主义”.可见蔡元

培本身就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对此,周作人也表

示认可[６５].尽管被当代学者指称带有无政府主义

思想倾向,蔡元培却是以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为学界

所知,这正体现了中国早期社会思想流派的混杂性

以及思想来源的复杂性[６６].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向来以“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著称,除了以上无政府主义人物对通信图书馆的

支持外,也有不少思想主张各异的社会名流积极为

通信图书馆捐赠图书.这些社会名流中以北京大学

教员和学生为多.其中较为著名者有:①北京大学

教授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徐宝璜、北京大

学学生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何邦瑞,分别

捐赠图书刊物７６册[２４]、２２册[２６].②新潮社发起

人、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成员徐彦之,共赠图书 ６６
册[３６,６７],其中５８册为徐氏即将离校时赠送[６８].③
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捐赠图书２册[２６].④ １９３０
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捐赠图书３册[２８].
⑤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捐赠其所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１册[３２].⑥北京大学讲师、著名

学者梁漱溟捐赠其所著«唯识述义»１册[６９].⑦五四

时期旁听过鲁迅课程的著名小说家王鲁彦捐赠图书

４６册[３,４４].由上可见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同人间的思

想交流和互帮互助.
(２)社会团体和出版媒介的捐助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思想

文化的中心,学校以外的社会团体和出版媒介也都

对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投以关注,予以支持.
通信图书馆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７日获上海中华书

局赠«中华教育界»２册[３２],８月２６日获家庭研究社

赠«家庭研究»１册[３５],１１月８日获北京大学游日学

生团体赠日本书籍６册[６７].至１９２０年底通信图书

馆停办时,来自社会团体和出版机构的赠书共计

９册.
１９２４年４月３日通信图书馆再次开馆后,来自

社会方面的赠书数量明显较１９２０年为多,共７０册.
新开馆后的通信图书馆获得最多的捐赠来自平平旬

刊社,自１９２４年５月６日至６月２８日间,该社捐赠

«平平旬刊»第三、四、五、六、七期各１０册,共计５０
册[５１,５５,５７－５８]«平平旬刊»由彭英华、蔡炳耀、许乃昌

等人在１９２４年４月创刊于上海,以宣传无政府主义

思想为宗旨,与全国各界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联络.
除此之外,通信图书馆还得到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

的捐赠,例如自由社的«自由人»刊物３册[４１],安那

其学说研究会的英文书籍４册[５４].除无政府团体

外,通信图书馆还得到一些报社、社团和出版社的捐

赠,如北京大学影剧周报社赠送«影剧»周报第一、
二、三号各１册和第四号２册[５９－６０],新闻学研究社

赠送王解生著«新闻纸改造»１册[４１],青年文艺社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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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威尼思商人»(今译威尼斯)１册等[５８].这些关于

电影、莎士比亚戏剧等方面的赠书丰富了通信图书

馆藏书的种类.

３．３　图书种类

上文讨论了作为馆藏图书主要来源的捐赠图

书.本节重在剖析通信图书馆花费资金购入的图

书.通过对通信图书馆自购图书的考察,来分析通

信图书馆在自主选购图书时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４日,通信图书馆刊登征书启事:

本馆征求凡关于Socialism、Anarchism、Syndicatism
(应为 Syndicalism 之误),Bolsbevikism(应为 BolＧ
shevism 之误)及LabourProblem,WomanProblem
等类书籍,无论中文西文,皆所欢迎[３０].由征书启

事可知,通信图书馆在图书收集方面有非常明确的

主题和倾向性,即以各种社会主义图书为主,包括科

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

义,除此之外,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也是其关注的重

点.可见,当时的社会主义社团虽然分成多种派别,
但是他们所研究的“主义”却不是那么壁垒森严,各
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有不少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第四版«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刊登有该学会的藏书目录,
并做了简单的主题分类.笔者将«北京大学日刊»
«通信图书馆启事»中刊登的该馆自行购买的图书目

录相对照,发现“亢慕义斋”与通信图书馆在收藏主

题上有颇多相似之处,而且个别图书两者都有收藏,
也有同一种书的不同语言版本.这里略依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的相关主题对通信图书馆这些自购书进行

分门别类的介绍,以揭示通信图书馆主持者在购买

图书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以及当时相关社团

对一些“主义”和问题的共同关注.

３３１　社会主义

(１)科学社会主义

Engels:Socialism,UtopianandScientific[１９],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书目中包括SoＧ
cialism,UtopianandScien．,其中Scien．应为SciＧ
entific的缩写.本书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丽英女

士”(柯柏年笔名)译,Engels著者译为昂格思,书名

译为«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连载于«觉悟»(上
海«民国日报»的副刊)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２１日,２４
日,２６－２７日,３月３日,５－７日、１０日、１２－１３日.

(２)无政府主义

师复:«安那其主义讨论集»[３７].师复,即刘师

复,原名刘绍彬,又名刘思复,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

表人 物.“安 那 其 ”为 “无 政 府 主 义 ”的 英 文

Anarchist的音译.
Motler:AnarchistCommunism(«无政府共产

主义»)[２８].作 者 莱 纳 德  奥 古 斯 丁  莫 特 勒

(LeonardAugustienMotler)(１８８８—１９６７),英国无

政府主义者,聋哑人,一战反对者.
无政府主义社团民生社:«工人宝鉴»[２８].无政

府主义社团民声社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工人宝鉴»,正文

前有«无政府主义总纲目»,作为序言,正文包括溥泉

(张继)翻译的罗勒(A．Roller)的«总同盟罢工»和信

者翻译的拉马铁达(Ramateda)的«工人之无政府主

义谈».
(３)国家社会主义

WallingandLaidler:StateSocialism(«国家社

会主 义 »)[１９]. 编 者 威 廉  英 格 利 希  沃 林

(WilliamEnglishWaling)(１８７７—１９３６),美国社会

主义者,社会活动家,百万富翁.著有Socialismas
It Is—A Survey of the World － Wide
RevolutionaryMovement;TheLargerAspectsof
Socialism;RussiasMessage:thePeopleAgainst
theCzar等.合编者哈里惠灵顿雷岱尔(Harry
WellingtonLaidler)(１８８４—１９７０),美国社会主义

者、作家、编辑,曾任美国“争取工业民主联盟”执行

主席,著有或编辑关于社会主义和经济问题的图书

或小册 子 ５０ 余 种,包 括 BoycottsandtheLabor
Struggle,HistoryofSocialism 等.本书全名为:
State Socialism,Pro． and Con．;Official
Documents and Other Authoritative Selections
ShowingtheWorldＧWideReplacementofPrivate
by GovernmentalIndustry Before and During
theWar.

(４)费边主义

Pease:TheHistoryoftheTabianSociety(«费
边社历史»)[１９].其中,Tabian 应为 Fabian 之误.
作者爱 德 华  雷 诺 斯  皮 斯 (EdwardReynolds
Pease)(１８５７—１９５５),英国作家,费边社创始人之

一,１８９０—１９１３年任费边社书记.
(５)基尔特社会主义

A．R．Orage:NationalGuilds(«国 家 基 尔

特»)[２８].本书全名 NationalGuilds:anInquiry
intotheWageSystemandaWayOut,实际上是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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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奇编辑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霍布森的文集.
编者阿尔弗雷德理查德奥拉奇(AlfredRichard
Orage)(１８７３—１９３４),英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政

治和现代主义文化方面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编辑

«新时代»(NewAge)而闻名[７０].

Hobson:GuildPrinciplesinWarandPeace
(«战时与和平时期基尔特原理»)[１９].作者塞缪尔

乔治霍布森(SamuelGeorgeHobson)(１８７０—
１９４０),生于北爱尔兰,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费边

社早期成员,并曾任费边社总裁.“基尔特社会主

义”一词为 Hobson于１９１４年创造,他后来帮助创

立英国国家基尔特联盟.
(６)社会主义史及其他

Macdonald:SocialismAftertheWar(«战后社

会主 义»),Macdonald:TheSocialism Movement
(«社会主义运动»)[１９].作者詹姆斯拉姆齐麦

克唐纳(JamesRamsayMacDonald)(１８６６—１９３７),
英国政治家,参与创立工党,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新青年社编辑部编:«社会主义讨论集»[２９].讨论

集里收集了发表于«新青年»的２６篇有关社会主义的讨

论文章,如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

«马克思社会主义»、施存统的«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应

用»以及许兴凯的«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

３．３．２　劳动(劳工)问题

Cole:The Worldof Labour(«劳 工 世 界»),

Cole:Self Governmentin Industry («工 业 自

治»)[１９].作者乔治  道格拉斯  霍华德  柯尔

(GeorgeDouglasHowardCole)(１８８９—１９５９),英

国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

义理论 家、费 边 社 成 员.前 者 图 书 全 名 为:The
WorldofLabour:ADiscussionofthePresentand
FutureofTradeUnionism.Cole著作丰富,除上述

两种,还有AnIntroductiontoTradeUnionism,Guild
Socialism—APlanforEconomicDemocracy,TradeUＧ
nionismandMunitions等.

３．３．３　俄国问题

Lenin:TheSovietsat Work(«劳 农 会 之 建

设»)[１９].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书目中有中译本,
应为李立翻译,１９２１年１２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
书收入“列宁全书”丛书[７１].

Trotsky:TheBolsheuikiand World Peace
(«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１９],其中Bolsheuiki应

为Bolshevik之误,作者托洛茨基.１９２２年广州人

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中译本,译名为«多数党与世

界和平».
Spargo:ThePsychologyofBolshevism(«布尔

什维主义心理学»)[１９].作者斯巴戈约翰(Spargo
John)(１８７６—１９６６),美国社会主义学家、改革家、博
物馆馆长.他的图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有«俄国革命

祖母布罗斯谷夫斯加传»«俄罗斯大风潮»等.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通讯图书馆和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藏书室“亢慕义斋”虽然具体收藏图

书因为年代等原因差别较大,但是在大的主题方面,
都包括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和俄国问题,表现出较高

的相似度.通信图书馆关于社会主义的馆藏图书方

面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１)通信图书馆所购图书

不仅仅局限于无政府主义,还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同社会

主义流派,此外还有与俄国革命、劳工问题相关的图

书,以及当时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集.这正体

现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流派的驳杂性以及思想来源

的复杂性,前述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研

究题目也具有类似的特点.(２)通信图书馆馆藏图

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重叠部

分.同样作为北京大学的机构或团体,它们之间可

能存在图书的交流互动或彼此借鉴.(３)通信图书

馆当时购入的英文版社会主义书籍尚无完整的中译

本.其后一些国内中译本的底本也有来自通信图书

馆的可能.(４)通信图书馆大多数关于社会主义的

图书都只有英文版本,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之

日就筹集了现银１２０元,购买了英德法三种语言的

马克思全集各一份,且收集了部分中译本.从«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所公布的书目看,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收藏的社会主义著作基本属于科学社会主

义的范畴,更为纯粹,两团体在此方面的区别还是比

较明显的[２３].

４　通信图书馆的发展

通信图书馆约在１９２０年７月７日成立,馆址暂

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二层新闻研究会内[２２].先后

遭遇两次停办,最终于１９２４年秋销声匿迹.

４．１　通信图书馆迁馆与第一次停办

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４日,通信图书馆发布启事,暂停

营业,“本馆现在因要迁移及开课在即,暂行停止办

公时间,待将来迁妥及另定时间,再行通告[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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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４日,通信图书馆迁馆完成,新地址在

北京大学第二院内(即第一寄宿舍宇字号内),迁馆

后的图书馆开始着手编定图书目录[３９].
４．２　通信图书馆主办人物出国与第二次停办

翻检«北京大学日刊»,笔者发现,１９２０年１１月

２６日至１９２４年４月３日间,通信图书馆没有刊登过

任何消息.１９２４年４月３日通信图书馆发布«通信

图书馆启事»,宣告图书馆恢复开馆,其后的４月４
日、７日、８日、９日重申该启事.该启事称:“本馆前

以主持乏人,致陷停顿,现经筹备复活事宜就绪,凡
先者借阅诸君,务祈于四月十号以前,将书籍赐还第

二院本办公室,无任诚感,嗣后阅览,须照现行新则,
此启[４０].”原来,通信图书馆前因主持乏人,陷于停

顿.通信图书馆由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和

黄凌霜发起创办.核心人物为区声白.区声白于

１９２１年赴法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在法国期间加

入了国际性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１９２５
年回国.黄凌霜约于１９２２年赴美留学,后获哥伦比

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７年回国[７３].可见,骨干

力量的离开使得通信图书馆一时之间陷入停顿,时
间长达３年半.
４．３　通信图书馆销声匿迹

１９２４年８月３０日,通信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日

刊»上发表最后一条启事用以鸣谢赠书,此后,再无

消息.关于通信图书馆停办的原因至今不明,或许

我们可以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求解答.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

践,面对中国走向何处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在众多

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二大听从苏

联的意见,进行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

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实现合作进行北伐,在全国范

围内形成一个革命高潮,无数进步青年都为这一潮

流吸引纷纷加入革命.而无政府主义则因为缺少组

织性,仅凭青年的一腔热血不足以撼动旧制度,建设

新秩序,在历史潮流中逐渐衰退[７４].以通信图书馆

两位发起人为例,黄凌霜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出任中

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脱离了无政府主义队伍.区

声白１９２６年回国后,主要在广州从事世界语推广工

作,１９３１年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传委

员会从事国际宣传工作.由此可以推测,通信图书馆

的销声匿迹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衰退有关.

５　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社

团,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馆正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以区声白和黄凌霜为代表

的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创办通信图书馆,帮扶工

人群体,让有心求学者有书可读,宣传包括无政府主

义思想在内的新学说、新知识.
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相比,通信

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虽然较大,但其历史影响远不及

“亢慕义斋”,这也是通信图书馆一直被人忽略的主

要原因.虽然如此,通信图书馆公开征求、购买有关

社会主义及俄国问题、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等方面

的图书,与“亢慕义斋”的收藏主题和少年中国学会

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研究问题又有很多相似重合之

处,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主义、思潮交流

互动的历史面貌,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革命

者在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寻找救国真理并最终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脉络.
通信图书馆收集和借阅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俄

国问题和工人问题相关著作,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在
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新思想方面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通信图书馆陪伴了北京大学四载春秋,在传

播社会主义思潮和新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同

时通信图书馆作为一种独特的图书馆经营模式,其
创立、募集和经营的历史,也应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

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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